
2023年小班语言教学活动方案(实用5篇)
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
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
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方案书写有哪些要
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
的方案策划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小班语言教学活动方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初步学会听音乐进行表演，尝试用绿毛虫吃东西、蠕动、
蜕皮等的动作表现出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特征。

2、能在图片提示及语言表述的帮助下，学习与乐曲特征相应
的动作，培养对乐曲的感受力，发展动作协调能力、想象力、
创造力。

3、体验参与韵律活动的快乐。

4、能根据音乐的速度，变换动作速度。

5、体验歌唱活动带来的愉悦。

活动准备：

知识准备：幼儿已初步了解蝴蝶的生长过程。

材料准备：关于毛毛虫的图片若干，乐曲《未出壳的鸟雏》。

活动过程：

1、问题导入，自然引题。



（1）引导语：今天，老师带来一首乐曲，一起来听听是哪个
小动物来和我们玩游戏了？

（播音乐）

（2）放音乐《未出壳的鸟雏》。让幼儿在初步感受乐曲的同
时，猜测并回答。

（3）请个别幼儿谈谈自己的猜想，丰富幼儿对乐曲的感受力。

2、图片及音乐引导，师幼分段学习韵律表演的动作。

（1）引导幼儿观察绿毛虫在音乐中玩的几个游戏。

引导语：到底是谁呢？这是一只绿毛虫。它来和我们小朋友
玩游戏。请看！它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引导幼儿逐一
发现图片上绿毛虫在音乐中玩的几个游戏（吃东西、扭动身
体、蜕皮和睡觉）。

引导语：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着这个音乐，看看，毛毛虫在
这个音乐里是不是玩着这几个游戏。

（2）引导幼儿模仿绿毛虫吃东西的样子、扭动身体的动作、
绿毛虫蜕皮的动作和幼儿模仿创编绿毛虫睡觉的动作。

3、学习听音乐进行表演。

（1）引导幼儿完整地听音乐看图片，进一步理解记忆乐曲的
旋律与节奏特征。

引导语：毛毛虫的动作我们都会了，我们一起听着音乐来玩
绿毛虫玩游戏。

（播音乐）



（2）引导幼儿加入上个环节中自己创编的动作，进一步感受
音乐并进行自由尝试表演。

（3）集体找空地表演。

（播音乐）

引导语：现在，绿毛虫们到草地上找东西吃，看有什么就吃
什么吧！

（4）创编蝴蝶造型。

绿毛虫变呀变，变成什么？——1、2、3，变，变成美丽的蝴
蝶了。

4、师幼互动进行完整表演。

（播音乐）

（1）引导幼儿面向老师，师幼一起进行完整的韵律表演。

（播音乐）

（2）引导幼儿主动邀请同伴，一起进行韵律表演。

小班语言教学活动方案篇二

活动目标:

1、感受儿歌的语流节奏和韵脚的重复，读准“sh”(闪)。

2、通过观看、倾听学习儿歌，进而仿编儿歌。

3、萌发表演的兴趣，愿意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想法。



活动准备:

用布和盒子做成一个小小的表演台放在桌子上。

小手、星星、风车、小狗和小花的图片。

活动过程:

（一）教师手指游戏导入，学说“我有一双小小手”“我有
十个手指头”。

1、表演台上玩手指游戏然后伸出手问幼儿。

教师:这是什么？

幼儿:两只手。

教师:我有几只手？

幼儿:两只手。

教师:两只手也叫一双手，我有一双手。你有几双手？

幼儿:我有一双手。

教师:什么样的手？

幼儿:小小的。

教师:我有一双小小手。我们一起来学学。

2、继续学习句式“我有十个手指头”。

教师:我有几个手指头？一起来数数。



幼儿:十个手指头。

教师:我有十个手指头。一起学学。

3、通过玩“开火车”的游戏，大家一起学说“我有一双小小
手”、“我有十个手指头”。

（二）启发幼儿通过做动作来学习儿歌。

1、教师边做动作边朗诵儿歌（两遍）。

2、个别幼儿回答，教师出示相应的图片。

教师:我的小手不得了，会变魔术。刚才它变成了什么呢？

幼儿:变成星星。

教师:变成星星怎么样？

幼儿:闪呀闪。

教师:你能把这一句话说完整吗？

幼儿:变成星星闪呀闪。

教师:说得真完整。小星星听了真高兴。出示星星图片。

教师:儿歌里的小手还变成了什么？

幼儿:变成风车转呀转。

教师:你说得又清楚又完整。出示风车图片。

教师:还变成什么了？



幼儿:变成小花转呀转。

出示小花图片。

教师:有没有全说出来？

幼儿:还差一句。

教师；谁能记起这句话？教师动作提示。

幼儿:变成小狗汪汪汪。出示图片。

教师:我们这么厉害啊，全说出来了。

教师:儿歌全说出来了，题目有没有啊？

幼儿:没有。

教师:猜猜这首儿歌叫什么名字。

幼儿:小手。

幼儿:一双小小手教师:已经很接近了。

幼儿:会变的小手。

教师:你真是个会动脑筋的孩子。这首儿歌的题目就是会变的
小手。我们在念儿歌的时候题目也要念，这样才完整。

3、师幼一起念儿歌，在幼儿反复朗诵多遍后，引导幼儿感
知“韵”。

4、教师鼓励幼儿边做动作边念儿歌。

（三）教师鼓励幼儿创编，并用简笔画的方式记录。



教师:你的小手还能变成什么？

幼儿:小兔。

教师:它在做什么啊？

幼儿:跳呀跳。

教师:你能把变出来的东西完整地说一遍吗？

幼儿:变成小兔跳啊跳。

教师:说得真好，我把这句话用画记录下来。

活动延伸:

引导幼儿尝试将一人玩的游戏变成两人玩的游戏。

附:儿歌:会变的小手我有一双小小手，我有十个手指头。

变成星星闪呀闪，变成风车转呀转。

我有一双小小手，我有十个手指头。

变成小狗汪汪汪，变成小花转呀转。

小班语言教学活动方案篇三

1、通过活动，丰富幼儿（幼儿食品）关于红、黄、绿、蓝等
颜色方面的经验，初步了解颜色可以变化。

2、引导幼儿学说"我给太阳妈妈（妈妈食品）找到了__颜色
宝宝（宝宝食品）。"

3、知道一些常见事物的颜色代表的含义。



【活动准备】多媒体课件。

【活动过程】

一、导入活动。

1、"天亮了，小朋友快醒醒。我们一起到花园里去锻炼身体
吧。"（随音乐做律动）

2、"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休息音乐做放松运动）

3、"瞧！那是什么？"（太阳慢慢升起）

4、"我们一起跟太阳妈妈问好。"

二、太阳妈妈向幼儿介绍自己和七个颜色宝宝。

1、"小朋友们好！我是太阳妈妈。我有七个可爱的颜色宝宝。
他们是红色宝宝、橙色宝宝、黄色宝宝、绿色宝宝、青色宝
宝、蓝色宝宝、紫色宝宝。"

2、以"幼儿呼唤颜色宝宝的名字，发现有的颜色宝宝不见了"
的形式引出话题，激发幼儿找颜色宝宝的兴趣。

（1）"我们也来和颜色宝宝们打个招呼吧！红色宝宝你好！
橙色宝宝你好……咦！哪个宝宝不见了？"

（2）"这些宝宝真调皮，肯定藏在花园里。"

（3）"我们来帮太阳妈妈找颜色宝宝，好吗？"

三、找颜色宝宝。

1、幼儿帮助太阳妈妈在花园里寻找颜色宝宝，找到后相互交
流，并学说"我给太阳妈妈找到了__颜色宝宝。



2、幼儿将找到的颜色宝宝送回家。（把颜色宝宝插在太阳妈
妈身上相应颜色的口袋里）

4、太阳妈妈和幼儿共同检查颜色宝宝是否找对了家。（重点
向幼儿介绍青色宝宝）

四、颜色宝宝遍变魔术。

1、"我们帮太阳妈妈找到了颜色宝宝，她呀要请颜色宝宝给
我们表演个魔术。"

2、教师表演：红色颜料与蓝色颜料调和变成绿色。

五、引导幼儿了解不同颜色所代表的含义。

1、"太阳妈妈的这些颜色宝宝个个都有本领，他们可以告诉
我们好多事情。"

2、出示生熟西红柿，请幼儿判断哪个是生的？哪个是熟的？

"一个西红柿是红的，所以它是熟的；剩下的一个西红柿是绿
的，所以它是个生西红柿。"

3、出示红、绿灯。让幼儿了解红、绿等的不同含义。

（1）这是什么？""听听看红灯说了什么？"（停下）

（2）"这是什么？""听听看绿灯说了什么？"（请通行）

六、让幼儿理解彩虹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
颜色组成的。

1、"现在，颜色宝宝要一起给我们表演节目了。瞧！它们在
一块变成了什么？"



2、"弯弯的，像一座桥一样在天空中，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彩虹。"（幼儿学说）

3、"彩虹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个颜色宝宝组成的。"

4、"你们见过彩虹吗？""到了夏天，下过雨之后太阳一出来，
我们就能看见彩虹。"

5、"老师这儿有几张彩虹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七、联欢活动。

1、"现在，我们和太阳妈妈、颜色宝宝们一起来跳个舞吧。"
（音乐）

2、"天不早了，太阳妈妈要带着她的颜色宝宝回家了，一起
和太阳妈妈和颜色宝宝说再见吧。"

小班语言教学活动方案篇四

1、能辨别5个以内物体的长短。

2、在操作活动中体验物体从长到短或从短到长排列的顺序关
系，尝试按长短排序。

3、乐于参与集体活动。

4、培养幼儿比较和判断的能力。

5、引导幼儿积极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在操作活动中体验物体从长到短或从短到长的顺序关
系；



难点：能辨别5以内物体的长短。

活动准备

1、教具准备：5支不同长短的笔；

2、学具准备：长棒；5根不同长短的绳子；5支不同长短的笔；

活动过程：

1、预备活动：

师幼互相问好

走线，线上游戏：师幼边走边念儿歌，可是教师说，也可是
师幼同说；

2、集体活动：

1)师幼共同探索按长短排序

引导幼儿从上至下观察，体验笔一支比一支短；在从下至上
看，体验笔一支比一支长；

2)幼儿操作探索：

教师：“长棒宝宝也想请小朋友给他们排排队。”

幼儿拿出长棒，将长棒按从短到长的顺序排列，提样长短的
顺序关系。

3、分组活动，教师对幼儿进行观察，操作完成引导幼儿说出
自己是怎样给物品排序的。

第一组：操作长棒，从长到短排序或从短到长排序，方向不



限；

第二组：按长短顺序给绳子排队，方向不限；

第三组：操作笔，按长短排序，体验长短的顺序关系。

4、游戏活动：游戏“说相反”，教师说“物品长”，幼儿接说
“物品短”，要求接说的速度越快越好。如火车长——汽车
短……。

5、交流小结，收拾学具：

教师引导幼儿将学具按要求收拾好。

小班语言教学活动方案篇五

设计意图：

小小班幼儿在漱口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将水直接吐出来，或
将水咽下去，不能正确掌握漱口的方法。而且由于年龄小，
很多孩子在家还没有刷牙的习惯。那么漱口对于孩子们来说
是在生活中更为实用和方便的清洁牙齿的方法。更重要的还
是让孩子们从小有清洁牙齿的好习惯，从小知道保护牙齿。

活动目标：

1、愿意漱口，知道漱口可以清洁牙齿。

2、掌握正确的漱口方法。

重点：学习正确的漱口方法。

难点：愿意漱口，知道漱口可以清洁牙齿。

解决：通过请客吃黑饼干使牙齿变脏以及小羊和大蚜虫角色



的介入使幼儿产生漱口和清洁牙齿的强烈愿望。。

活动准备：黑饼干、盘子、手偶小羊、手偶大牙虫、镜子、
杯子、水、脸盆、牙刷、牙膏等。

活动过程：

一、引起幼儿兴趣：去小羊家作客。

二、懂得漱口的重要性

1、小羊请客吃黑饼干：饼干是黑的，牙齿会变黑吗？

2、照镜子：牙齿上怎么会有黑黑的？是什么？

如果不把黑饼干从牙齿上赶走，时间一长牙齿会不会生病？

3、小羊牙痛表演，出现大牙虫。

4、讨论：小羊好可怜，你喜欢大牙虫吗？

你的牙齿上也有黑饼干，时间一长也会长出大牙虫，想个办
法赶走它？

三、学习漱口

1.幼儿自由讨论清洁牙齿的方法。

2、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

a.幼儿自由表现漱口，教师进行提炼。

b.教师演示：手拿小杯子，喝口清清水，抬起头，闭起嘴，
咕噜咕噜吐出水，呸。



c.幼儿边念儿歌边学习正确漱口的方法。（空手模仿）

d.漱口：幼儿拿好杯子喝水漱口，吐在脸盆里。（《刷牙
歌》）

可在课外游戏中组织两人一组玩“我说你指”的游戏，让幼
儿进一步了解自己的身体。


